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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附加传染病责任保险（2022 版）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投保人只有在投保了校（园）方责任类保险（以下简称为“主险”）

后，方可投保本附加险。凡涉及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凡涉及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主险合同与本附加险合同

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合同为准。本附加险合同未约定事项，以主险合同为准。 

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险合同效力亦同时终止；主险合同无效，本附加

险合同亦无效。 

保险责任 

第二条 在保险期间内，在保险单载明的观察期届满后，被保险人的注册学

生或教职员工在校（园）内或者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中意外感染本附加险合同约

定的传染病（一种或多种），经二级（含）以上医院或保险人认可的其他医疗机

构确诊，并因该传染病导致人身伤亡，被保险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包含香

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法律应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附加险合同的

约定负责赔偿。 

保险责任包括死亡赔偿金、伤残赔偿金、医疗费三项，且均为可选项目，投

保人可选择其中一项或多项投保，具体的赔偿责任和责任限额由投保人和保险人

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 

本附加险的被保险对象与主险保持一致：若主险的被保险对象为注册学生，

本附加险的被保险对象即为注册学生；若主险的被保险对象为教职员工，本附加

险的被保险对象即为教职员工。 

责任免除 

第三条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注册学生或教职员工在投保前已被确诊为本附加险合同约定的传染

病且未被治愈的； 

（二）注册学生或教职员工在投保前已被确认为本附加险合同约定传染病

的疑似病例且未被排除的； 

（三）注册学生或教职员工在观察期内确诊感染或在观察期内已经出现相

关症状或被确认为本附加险合同约定的传染病的无症状感染病例或被确认为本

附加险合同约定的传染病的疑似病例，且观察期后被确诊感染； 

（四）注册学生或教职员工感染的传染病为非本附加险合同约定的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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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注册学生或教职员工未按照当地政府部门或防疫主管部门的要求严

格落实防疫管理措施的。 

第四条 主险责任免除未纳入本附加险保险责任的，同样适用于本附加

险。 

第五条 其他不属于本附加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

负责赔偿。 

责任限额与免赔额（率） 

第六条 除另有约定外，责任限额包括每人死亡责任限额、每人伤残责任限

额、每人医疗费用责任限额、累计责任限额、每次事故责任限额。 

第七条 本附加险合同的每人医疗费用免赔额（率）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协

商确定，并在保险合同中载明。 

保险合同中同时载明了免赔额与免赔率的，赔偿计算时应扣减的金额以免

赔额或按免赔率计算的金额中的高者为准。 

保险期间与观察期 

第八条 除另有约定外，保险期间为一年，观察期由协议双方协商确定，具

体以保险单载明的起讫时间为准。 

赔偿处理 

第九条 被保险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时，应提供二级（含）以上公立医院或

保险人认可的医疗机构出具的相应诊断证明书，以及投保人、被保险人所能提

供的其他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 

第十条 发生本附加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后，保险人按照以下方式进行

赔偿： 

（一）死亡赔偿金 

对被保险人的注册学生或教职员工因保险事故造成死亡的，死亡赔偿金按

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

对受害人的死亡赔偿金计算，最高不超过每人死亡责任限额。 

（二）伤残赔偿金 

对被保险人的注册学生或教职员工因保险事故造成伤残的，伤残级别依照

《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

全部和司法部以公告形式发布，自 2017 年 1月 1日起正式施行）确定；对伤残

赔偿金按照主险伤残赔偿比例表规定的伤残赔偿比例乘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对受害人的死亡赔偿

金计算，最高不超过每人伤残责任限额。 

（三）医疗费用 

对被保险人的注册学生或教职员工的医疗费用，赔偿项目以《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确定的标准为准，超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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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赔偿项目范围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对于每人医疗费用的赔偿金额在扣

除每人医疗费用免赔额或按免赔率计算的免赔金额后进行赔偿，但不得超过每

人医疗费用责任限额。 

第十一条 保险人按照被保险人提供的注册学生或教职员工名单承担赔偿责

任。被保险人对名单以外的注册学生或教职员工承担的赔偿责任，保险人不负

责赔偿。 

释义 

【传染病】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传染病以及国务院卫

生行政部门决定列入乙类、丙类传染病管理的其他传染病和按照甲类管理开展应

急监测报告的其他传染病。 

【观察期】指注册学生或教职员工被纳入本附加险合同保障范围之日起计

算的一段时间。 


